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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  

——威廉·冯特的民族宗教心理学简述 

□ 陆丽青

东巴(左)书写东巴文字(资料图片)

  威廉·冯特（1832－1920）不仅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而也是宗教心理学，特别

是民族宗教心理学的奠基人。他的民族宗教心理学理论集中体现在《民族心理学》、

《民族心理学诸问题》和《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3部著作中。他对近代宗教学的独特

贡献是他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宗教的本质、起源和发展，建立了民族宗教心理

学的基础。他认为民族是各种文化的创造者，宗教和神话、语言、艺术一样是各个民族

的高级精神产品，本质上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 

  冯特将宗教还原为心理活动的产物，将宗教和其他世俗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整体去

考察宗教的本质，并从情绪、观念和行为的关系中，探索宗教观念演变的内在动力。他

的这些思想无疑剥去了宗教的神圣性，具有启蒙思想价值。 

  冯特对宗教本质的理解和泰勒有着相似之处，认为对神的崇拜才是真正的宗教崇

拜。但是从其个体心理学理论出发，他更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和其他文化要素

在心理过程中表现出的共性和个性。“人类的信仰和制度、以及各种艺术成果、劳动方

式、食物获得方式、婚姻方式和战争方式等等，简而言之，人类文化的各种因素，尽管

这些因素都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但本质上都是心理过程，或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可

见，在冯特眼里宗教是组成人类文化的要素，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心理过

程，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作为一种心理产物，宗教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首先，作

为高级心理活动的产物，宗教和其他任何文化现象一样都由观念、情绪和行为3部分构

成。其次，宗教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冯特强调一切文化都是群体创造的，“心理科学研

究的所有现象事实上都是社会群体的产物”。最后，宗教和其他文化要素是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因为“心理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在冯特看来，宗教区别于其他文化要素的规定性在于观念、情绪和行为的具体表

现。在此，观念是指灵魂观念和神灵观念；情绪主要是指人们遭遇生和死而产生情绪

（主要是恐惧和希望这两种既对立又交织在一起的情绪）；行为是指崇拜活动。在观

念、情绪、行为三者的关系问题上，冯特认为，情绪是灵魂观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

因。灵魂观念以及由灵魂观念而产生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相应地产生了魔鬼、神和超人

格神等一系列神灵观念。崇拜活动由情绪引领，并由情绪推动着发展。但是，崇拜活动

在宗教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崇拜行为是一个铸造（宗教感受和宗教观

念）的过程，不仅是宗教情感持续的表达，……还是宗教思想的来源”。因为行为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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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强化情绪，并促使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又刺激新情绪的产生，人类的宗教信仰及

其活动正是在情绪、观念和行为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发展。 

  冯特认为宗教观念起源于原始人的恐惧情绪，特别是由死亡和疾病这两大生活事件

所引发的强烈恐惧。 

  冯特认为要探寻宗教的起源，首先必须找到最原始的信仰，而要分辨哪种信仰才是

最原始的，首先必须确定哪些民族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民族”；其次，只有确定原始

人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才能真正明白最初的信仰是什么。 

  冯特认为原始文化的标准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心理方面的，“如果我们对一种文化之

前的心理发展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测，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最原始的文化。”以此出

发，冯特提出被大部分学者当作原始人的澳洲原始人并不是真正的原始人。由此，他认

为图腾崇拜、实物崇拜以及祖灵论都是图腾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原始时代的信仰，因此

把它们看成一切宗教的起源是错误的。同样的，原始启示说的错误在于，被施密特

(《原始宗教与神话》的作者)当作原始人的安达曼人也并不是原始人。自然神话说和万

物有灵论有着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原始的宗教观念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进行理智分析的

产物。冯特认为这不符合原始人的心理特点，因为对于原始人而言，自然现象并没有解

释的必要，“现象出现的规律性足以解释和说明事物存在的原因”。另外，原始人的心

理能力还没有达到解释自然现象的程度。冯特认为由于与世隔绝的生活状况，以及免予

匮乏的自由，原始人的心理发展水平尚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以至于他们的思维几乎完

全都是联想型的，根本没有逻辑关系；唯有那些能激起他们强烈情绪反应的生活事件，

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从而成为他们思维的主要内容。 

  冯特认为宗教观念起源于原始人的恐惧情绪，特别是由死亡和疾病这两大生活事件

所引发的强烈恐惧。这个观点的提出是以其情绪理论为基础的。情绪理论在冯特的个体

心理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情绪是比情感较为复杂的感情过程，由不同的感情元素

结合而成。情绪的重要性在于情绪导致了观念的产生和意志行为的发起。冯特认为“对

于个体的心理生活，行为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情感和情绪是先于观念的。”而这在原始时

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原始观念是情绪生活的外部投射，是详细叙述情绪的材料。从这一

理论出发，冯特自然就得出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来源于情绪这一结论。那么为什么是死

亡和疾病导致的恐惧产生了灵魂观呢？冯特作了如下阐述： 

  “神话思想的原始阶段不同于发展程度更高的阶段。在原始阶段，最倾向于产生巫

术和魔鬼观念的现象是那些涉及人类自身，以及会引起恐惧的东西。而在这里，死亡和

疾病是最重要的原因。确实，暴风雨、日食、或者其他自然现象也会偶尔和巫术观念联

系在一起，这些自然现象越不寻常，越令人惊骇，就越能激发巫术观念。但原始神话经

常性反复出现的特征，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情，来源于害怕和恐惧。” 

  冯特以其情绪理论为立足点，主张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的心理根源是人类面对死亡

和疾病而产生的恐惧情绪，他的观点基本沿袭了西方宗教思想史上主情论者的观点，但

他的情绪理论在其个体心理学中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这使得他的宗教起源观有一定

的科学依据。但个体心理学的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群体心理，由个体心理去类推群体心

理是否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冯特用心理

学中已得到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来解释宗教起源问题，丰富了宗教起源学说，为宗教起

源说更接近科学作出了贡献。  

  以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为依据，冯特将宗教发展的全过程分

为4个阶段：魔鬼和巫术崇拜时期、图腾崇拜时期、诸神崇拜时期和世界宗教时期。 

  冯特从观念、情绪、行为这3个方面入手，他详细论述了整个宗教进化发展的过

程。冯特认为，死亡和疾病引发了原始人强烈的恐惧。从原始人弃尸而逃的举动可以看

出他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害怕自己也受到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观

念：生命一方面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继续存在于人体之中，另一方面又无影无踪地盘旋在

尸体的附近。肉体灵魂观和魔鬼观就这样产生了。原始人相信，身体是生命的媒介，只

要身体本身没有消失，生命就会继续存在于身体之内，尸体因此成为魔鬼。但同时肉体

灵魂又是可以与身体分离的，可以变成巫力转移到他人身上，以致命的方式去伤害他

人，由此产生了巫术，并对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冯特认为，部落划分和部落组织的形成，使图腾时代人类的心理能力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部落战争使人们面对死亡时不再像先前那样恐惧，这一情绪的改变不仅使肉体灵

魂有了更多的变式，而且产生了呼吸灵魂和影子灵魂这两类精灵观。呼吸灵魂观的产生

使灵魂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物化灵魂。一些与人类有着

密切关系的动物和植物先后成了物化灵魂，由此产生了动物图腾、植物图腾。一些能激



发人类强烈情绪的无生命物体也被认为是祖先遗留下来的魔物，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的

另外两个分支：祖先崇拜和图腾物神崇拜。图腾时代的崇拜有着不同于原始崇拜的方

面：首先，图腾时代的崇拜产生于集体劳动。其次，图腾时代崇拜的目的不仅指向此时

此刻，也指向未来。最后，图腾时代的崇拜中，包含着一些“天国神话”的思想。从这

一点出发，图腾崇拜是魔法崇拜向神崇拜发展的过渡阶段。 

  图腾时代末期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以及部落融合使人类心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人类的信仰也获得了新时代的特征，形成了系统的来世观，产生了神和神崇拜，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宗教。英雄时代发展起来的政治秩序投射到神话世界中，使灵魂不仅有了迥

然不同的3个居住地——地狱、炼狱和天堂，而且使神界也有了井然有序的官僚秩序。

神是创造性综合的产物，“最高资赋的英雄和最高资赋的魔鬼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

神”。英雄使神话中的魔鬼获得了英雄的人格，从而魔鬼就成为具有人格的神。冯特认

为只有对神的崇拜才是宗教崇拜，在此之前的崇拜活动都是巫术。巫术和宗教崇拜的区

别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崇拜对象，宗教崇拜的对象——神是理想价值的体现。而巫

术的对象是不具人格的魔。人们对魔的感情是“畏”，对神的感情则是“敬”。其二是

崇拜目的。宗教崇拜的目的是对完美生活的追求。完美的生活是指向内心世界的，是指

向来世生活的。而巫术仅与特殊的环境或各种现实事件相联系。 

  英雄时代最终被第4个阶段——人性发展的时代取代。因为各民族在经济、风俗、

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和影响逐渐增长，形成了人类社会综合的心理特征。与此相适

应，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人性宗教——世界宗教。从人格神向超人格神的转变是

世界宗教产生最重要的标志。世界宗教是超越民族界限的宗教，是开放的宗教，是发展

中的宗教。 

  冯特从情绪、灵魂观、神灵观以及崇拜活动等角度，细致地描述了人类信仰及信仰

活动的发展过程，他所描述的宗教发展图式，从大致轮廓上类似于恩格斯的观点。和恩

格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冯特认为图腾时代不是原始时代，原始时代的信仰是肉体灵魂观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魔鬼观和巫术崇拜。从追寻宗教的根源来看，冯特的这一划分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肉体灵魂观的提出补充了泰勒提出的纯粹精灵观，使人类灵魂观的发展有

了更完整的脉络。 

  但是，冯特的宗教发展观也有着一些局限性。首先，他对整个人类社会宗教发展的

历程描述得极为细致和具体，特别是对图腾时代各种崇拜的渊源做了确然性的分析。这

种从心理因果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否和历史发展具有一致性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更多

的学者倾向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很可能是多元和多样的。如果把宗教的发展看成是单线

条的，结果可能是削足适履，漏洞百出。正如缪勒指出：“从一个源泉导出宗教，如同

从一条河流导出海洋。”其次，虽然冯特将宗教的发展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来考

察，从而克服了孔德、拉布克、泰勒、蒂勒等学者的缺陷，但其所描述的宗教发展图式

主要是以其民族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依据的。在社会发展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两者之

间，冯特更倾向于后者，他甚至认为可以用心理法则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直接达到历史哲学的途径是对人类发展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这个问题上的二元论思

想使冯特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作者单位系中央民大哲学与宗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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